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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砂拉越華人改變戰前的政治態度，不再是對政治漠不關心，反而積極參

與。砂拉越華人的國家認同由祖國轉而認同砂拉越這片土地，由於受反殖民主義

的影響，於是興起反殖反帝國主義運動，以爭取砂拉越獨立建國。在追求獨立建

國的過程中砂拉越華人領袖是左翼的中下階級為主導，以對抗英國殖民政府和反

對東姑阿都拉曼的大馬來西亞計劃。砂拉越人民聯合黨號召群眾在柯波德調查團

和聯合國調查團期間進行反大馬運動，企圖攔阻砂拉越併入馬來西亞。 

大馬來西亞計劃提出後北婆羅洲土著和華人才意識到英國殖民政府將撤離，

他們才起來組織政黨，以爭取各族的權益。北婆羅洲華人領袖是右翼上層階級為

主導，他們經馬華公會的游說而從反對轉向支持馬來西亞，進而與土著聯合組成

北婆羅洲聯盟黨，以實現北婆羅洲併入馬來西亞而獨立。 

砂、婆兩邦併入馬來西亞過程中經過民意調查的階段。1962年 2月 19日至

4月 18日柯波德調查團到砂、婆兩邦徵詢人民對大馬計劃的意見。砂拉越華人

社團與人聯黨的備忘錄堅決反對大馬計劃，而北婆羅洲華人社團、民主黨和聯合

黨則主張自治，但是柯波德報告書結果卻操縱在英國政府和東姑阿都拉曼的手中。

由此可見，柯波德報告書扭曲民意和違背砂、婆兩邦華人自治和獨立的目標。由

於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攔阻，所以由聯合國介入，派遣聯合國調查團到砂、婆

兩邦鑑定民意。最終聯合國裁決砂、婆兩邦併入馬來西亞。砂、婆兩邦併入馬來

西亞，在憲法上可獲得二十條保障條款和十年過渡期。國家地位而言，砂拉越和

北婆羅洲是從殖民地降為受英國操控的馬來西亞之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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